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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能够帮助我们增长见
识、提高能力、磨砺心智。历经艰
难困苦，挖掘潜在机会，方能成就
一番事业

每当聆听《困难是朋友》这首歌时，
优美的旋律、耐人寻味的歌词总让自己
躁动不安的内心回归平静。歌曲表达
的笑对困难、从困难中寻找机会的主
题，叩击心灵，引人共鸣。
“时代楷模”王锐的事迹曾在全军上

下引起强烈反响。王锐如果没有当列兵
时遭遇的“滑铁卢”，就不会每天用木杆
挂着潜望镜在驾驶跑道上苦练基本功，
也就没有之后因军事素质过硬而担负重
要任务、取得成功的机会。可见，机会总
是隐藏在困难之中。善于化危为机，克
服眼前困难，终能实现梦想。很多时候，
当我们回首往事时会发现，那些让我们

终生难忘、值得怀念的重要经历，都集中
在那些曾经让人觉得困难的事情上。遭
遇困难，可能一时前进受阻，感觉前途暗
淡，但实际上，困难能够帮助我们增长见
识、提高能力、磨砺心智。只要我们坚持
迎难而上，敢于披荆斩棘，就必然能够战
胜困难，实现经验积累和能力“升级”，为
成长积蓄养分，扩展人生的更多可能。

美国名校芝加哥大学对学生的基本
要求是“做困难的事”，认为一个人要想
有所成就，就必须不惧困难，做那些对自
己有挑战性的事。历经艰难困苦，挖掘
潜在机会，方能成就一番事业。正如我
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说，盖文王拘而

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
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
《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
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在困难中寻找机会，需要有坚定的
信心。“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
多”，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才能最终把
困难踩在脚下。需要有担当的勇气。遇
到困难不躲避、不绕道，敢于直面困难，
敢于较真碰硬，把破解困难当作“磨刀
石”“试金石”，敢于挑起担子、不怕披荆
斩棘。需要有实干作风。解决矛盾问题
常常不是轻而易举的，也不可能一蹴而

就，应重实际、摸实情、出实招，埋头苦
干，一抓到底，努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需要不断学习。唯有不断学习，才
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通过不断汲取新
知识、开拓新思路，寻找到克服困难的方
法，开辟通向成功的道路。

当前，面对军队调整改革、部队转
型重塑带来的诸多实际问题，每一名官
兵在工作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
难。在改革强军背景下，我们应善于从
所面临的实际困难中寻找机会，准确把
握自己的定位，用激情和韧劲攻坚克
难，努力作为，为自己开启精彩的军旅
征程。

机遇往往伪装成困难出现
■赵艳斌 沈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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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国家，肩上就会有
担当，就会自觉把国家需要作为
最高利益和第一选择

刚刚过去的2019年，如果问哪一

个词最热，相信很多人会选择“祖

国”。习主席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指

出：“2019年，最难忘的是隆重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我们为共和国70

年的辉煌成就喝彩，被爱国主义的硬

核力量震撼。”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

神财富，热爱祖国是每个公民最基本的

认同和责任，一个国家拥有爱国主义的

“硬核力量”，就能构筑起民族的脊梁。

倡导爱国主义、表达爱国热情，在

任何时候都是时代主旋律。蔡元培

说：“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抗

战时期，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针对国

民党政府内部弥漫的妥协气氛，以国

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发了一个“电

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

奸。”这寥寥11个字，被邹韬奋称赞为

“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分毫，是古今中

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这“最伟大”

之处，就在那一颗滚烫的爱国心。

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因叛徒出卖

而陷入绝境时，仍试图唤醒同胞：“老

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

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宁做

刀下鬼，不做亡国奴”“祖国如有难，汝

应作前锋”……无数个像杨靖宇一样

的爱国志士的呐喊与前行，汇聚成时

代最强音，振奋了全民爱国心。

爱国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儿

女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奋斗，为此不

惜抛头颅、洒热血，贡献自己的一切。

没有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就没有

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爱国主义的

“硬核力量”激发了全民族意志，凝聚

了全民族力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

国奇迹。进入新时代，同样需要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

心中有国家，肩上就会有担当，就

会自觉把国家需要作为最高利益和第

一选择。“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孙家栋在

75岁高龄时毅然接下了首任探月工程

总设计师的重担，他只有一句话：“国家

需要，我就去做。”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

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贡献力量，

因为他心中始终澎湃着“只要祖国需

要，我必全力以赴”的爱国之情。

奋斗是爱国最美的注脚。锻造爱

国主义的“硬核力量”，对每个人而言，

就是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把爱国之

情、报国之志融入岗位和实干中。我

们或许很难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做

出感天动地的贡献，但不论在什么地

方、在哪个岗位，尽好自己的职责就是

爱国的最好表达。正是一大批默默无

闻的美好生活创造者、守护者，护卫万

家祥和，守望一方安乐，他们是国家建

设不可或缺的力量。

没有行动的爱国是空洞的，没有能

力的爱国是苍白的。爱国心、报国行需

要用能力做支撑。在爱国这个“最大的

事情”上，有力无心是悲哀，有心无力则

尴尬。每个人都应在自己的本职岗位

上，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努力使自己

的爱国能力与爱国热情相匹配。对于

新时代革命军人而言，就应着眼于备战

打仗，立足于能打胜仗，努力精武强能，

以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报效国家的

“硬核本领”，履行好我们的历史使命，肩

负起我们的责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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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雪后，枝头的柿子成了觅食困难的

鸟儿的美味佳肴。在农村，人们每次采

摘都会有意在枝头上留下一些柿子。老

人们说，这是为鸟儿安全过冬准备的食

物。虽然柿子的采摘量会因此而减少，

但这些鸟儿冬天有食吃，不至于饿死，来

年可以捕食田里的害虫，让农民有个好

收成。

中华民族历来有尊重自然、尊重生

命的传统。不仅推崇人与自然万物和谐

共生，与人相处注重“温良恭俭让”，和友

邦交往也奉行和平互利政策。我们要想

抓住机遇，谋求更好发展，就应坚持“共

赢”而非“零和”，少些敌对与拆台，多些

尊重与合作。唯有如此，才能和衷共济，

美美与共。

翁鸟啄柿—

追求“共赢”，摈弃“零和”
■张钰浩/摄影 王 炎/撰文

记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

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新时

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行动指南，也是

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颁行

18年后中央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要

就公民道德建设作出的重大部署。您

是伦理学专家，想请您谈谈新时代加强

公民道德建设的深远意义。

江畅：2001年《纲要》是我国市场经
济刚刚兴起、中华民族开始富起来时颁
布的，而新《纲要》则是在我国市场经济
趋于成熟、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新时代印发的。两个《纲要》出台时
间相隔虽只十几年，但社会发生了深刻
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华民族迎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重要体现之一，就是物质文明
与精神文明建设发展不平衡，经济建设
与道德建设发展不平衡。新时代公民
道德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措施都应该适
应新形势新任务新发展，与时俱进加以
深化。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当务之急就
是全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
步完善道德规范、强化道德认同、引领
道德实践、增强道德意愿、提高道德自
觉，努力将公民道德素质推向更高水
平，达到更加完美的境界，使中华民族
在道德上、精神上、文化上强大起来，使
我们的社会生活更友善、更和谐、更美
好、更幸福。

记者：您对道德与文明、价值与文

化、幸福与和谐有深入研究。您认为当

前社会公德建设状况如何？新时代弘

扬社会公德有哪些有利因素？

江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公民道
德建设，立根塑魂，正本清源，出现了
风清气正的良好局面。一方面，基本
克服了市场经济刚刚兴起时社会生活
中出现的种种道德乱象，社会道德治
理成效显著。另一方面，人们公德水
准、文明素质普遍提升，社会风尚呈健
康向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社会出
现许多充分彰显积极友善正能量的良
好现象，譬如活跃在全国各地的志愿
者。统计表明，全国实名志愿者总数
达 1.37 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十分
之一。志愿者是新时代我国社会公德
的形象大使，他们的志愿行动传递了
人间友爱真情，促进了社会风尚敦厚
淳化。又如我国慈善事业日益发达，
见义勇为英雄不断涌现，德行善举、爱
心捐赠比比皆是，这都是社会公德水
准不断提高的具体体现。社会公德状
况总体向好，崇德向善是主流。

与市场经济实行之初相比，新时代
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有利因素很多。首
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公民道德
建设，包括社会公德建设。新《纲要》不
仅对此作出顶层设计，而且出台一系列
政策措施，为社会公德建设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基本遵循。其次，加强社会
公德建设已成为亿万人民过上更加美
好生活的共同心愿和强烈呼唤。人是
社会动物，只有社会稳定有序、和谐美
好，大家才能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特别
是在富起来之后，社会有序和谐成为人
们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内
容，大家因此会更加自觉参与社会公德
建设，争做社会公德践行者维护者。再
者，经过多年不断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人们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明
显提升，也为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提供了
有利条件。此外，公民教育程度普遍提
高、城镇化进程加快、良好社会公德对
公民正面影响越来越大，所有这些都是
今天弘扬社会公德的有利因素。

记者：您认为新时代弘扬社会公德

还会面临哪些问题和阻力？

江畅：毋庸讳言，新时代弘扬社会
公德还会遇到一些问题和阻力，一是一
部分人包括有的领导干部漠视起码的
社会公德，违法乱纪，公然挑战社会公
德底线；二是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法则
对人们的浸染，在一定范围仍比较严
重，唯利是图、不择手段的行为给公序
良俗带来极大危害。正因为这些问题
和阻力，中央印发《纲要》，全面部署新
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大力弘扬社会公
德，令人充满信心。

记者：崇德向善是我国浩若星汉传

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之一。您认为新

时代弘扬社会公德应从我国传统文化

中汲取哪些营养？

江畅：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崇尚道德文章、倡导养德守
德，不仅有着丰富道德意蕴，而且包含
许多经典道德宏论。传统文化中虽然
没有公德的概念，但优秀传统道德中
的不少内容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公共生
活。加强社会公德建设既要传承传统
文化的优秀道德基因，又要汲取传统
文化的合理道德元素。就优秀道德基
因而言，最主要是“尊道贵德”，倡导识
道、得道、行道，使自己成为有德守德
之人；“自强不息”，倡导自勉前行，不
断发愤图强；“厚德载物”，倡导效法大
地，修养厚实的德性，包容万物又载养
万物；“明明德于天下”，倡导彰明弘扬

人们内心的德性，并使之见诸德行，惠
及他人乃至万物，达到“民胞物与”的
崇高人生境界。这些都是渗透于中国
传统文化的优秀道德基因，需要中华
儿女不断传承和弘扬。虽然它们并不
等同于今天所说的社会公德，但它们
是良好社会公德的深厚基础和丰富养
分，传承和弘扬这些优秀道德基因，社
会公德就会日臻完美高尚。

传统文化的合理道德元素也很
多：一是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德性品质
和道德情感，德性品质最重要的就是
“礼、义、廉、耻”，道德情感最重要的是
儒家主张的仁爱，诸如孔子所说的“入
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
仁”；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
爱物”。二是公共生活所需要的道德
理想，诸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等。三是公共生活所需要的处理自我
与他者关系的道德思维方法，诸如“推
己及人”“推人及物”“成己成人”“中
庸”“慎独”等方法。四是培养公共生
活德性和德性所需要的自我修为。弘
扬社会公德需要道德教育，更需要道
德修养和道德践履。传统文化高度重
视修身养性，认为人只有通过涵育锻
炼才能成为道德之人，儒家强调“自天
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当然，汲取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养分，需
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
之融汇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德，服务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记者：如何理解社会公德的内涵与

外延？您认为新时代弘扬社会公德应

从哪些方面入手？

江畅：在人际交往日益频繁、信息
化日益发达的现代社会，社会公德涵
盖极广，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生活领
域，而且包括虚拟空间网络生活。《纲
要》明确规定：推动践行以文明礼貌、
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
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鼓励人
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这既是社
会公德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是弘扬社
会公德的基本要求。每一个公民都按
照这些基本要求行事，社会公共生活
秩序就有了基本保证。违背这些基本
要求，就会破坏社会生活秩序，就是不

道德行为。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公德
除这些基本要求外，还有更丰富的内
涵，包括尊道贵德的道德观念、与人为
善的道德品质、仁民爱物的道德情感、
明明德于天下的道德境界等。这些构
成公民社会公德方面的综合素质。这
种公德素质又与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素质相通相融。一个公民具
备了这种综合素质，就是一个有道德
的好公民，就能达到“从心所欲不逾
矩”的道德从容境界。相反，如果缺乏
道德综合素质作基础和支撑，社会公
德规范就仅仅是外在规定，就会使人
处处感到社会公德的约束。一旦缺乏
监督，就会失德失范。

新时代加强社会公德建设，应着
重抓好健全法制、加强教育和注重修
身三个环节。首先，社会公德的底线
规范应逐步法律化、制度化，以便对违
背公德的陋习恶行及时依法惩戒。其
次，应加强社会公德教育，尤其是加强
青少年社会公德养成教育，并将公德
教育与文明教育、道德养成教育和道
德素质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使公民不
断增强公德意识，提高公德素质。再
次，倡导自觉修身，并把修身作为提高
公德水准的重要途径。早在两千多年
前孔子就说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
闻 义 不 能 徙 ，不 善 不 能 改 ，是 吾 忧
也”。修身既要注重德性和人格的涵
养，又要注重“精气神”的修炼。应将
修身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针对不同对象进行因势利导的教育，
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有强烈的修身意
识，并终身注重修养身心、涵养德性。
公民的人格水准普遍提高了，遵守社
会公德就会成为自觉行动。

记者：加强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军

队责无旁贷，军人应努力当好弘扬社会

公德的表率。您认为当代革命军人如

何在遵守社会公德方面走在社会前列？

江畅：人民军队的一系列优良传统
和作风，孕育了雷锋、李向群、杜富国等
一代代品格高尚的革命军人，为了国家
和人民的利益，他们义无反顾甘愿牺牲
奉献。因此，军人成为人们心中最可爱
的人，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军人身
上体现出来的优秀品质，给社会公德建
设注入了强大正能量。新时代弘扬社
会公德，需要全军官兵展示军人风采，
当好文明礼貌的表率，用严整的军容、
威武的形象、文明的举止、礼貌的言行
引领风气；当好乐于助人的表率，用诚
实守信、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扶危济
困的军人风范感染群众；当好见义勇
为的表率，用英勇顽强、坚韧不拔、敢
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精神传播正
能量；当好团结友爱的表率，用生死与
共、融洽相处、互帮互助、战友情深的
团队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当好遵纪守
法的表率，用纪律严明、令行禁止、严
格要求、执纪如铁的鲜明特质树好标
杆。总之，弘扬社会公德做表率，不仅
军队有优良传统、军人有深厚底气，而
且社会有广泛认同、群众有热切期盼。
新时代革命军人应不辱使命、奋力作
为，争当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品格
高尚的时代先锋。

弘扬社会公德 促进社会美好
——访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江畅教授

■本报记者 张国强

修养访谈

江畅 教育部长江学

者计划特聘教授，湖北大

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伦理学

会副会长。发表论文310

余篇，出版著作32部。曾

获湖北省优秀成果奖、教

育部优秀成果奖、第七届

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优

秀成果奖和首届罗国杰伦

理学教育基金优秀学术著

作奖等奖项。

●只有社会稳定有序、
和谐美好，大家才能过上幸
福美好生活

●公民的人格水准普遍
提高了，遵守社会公德就会
成为自觉行动

●弘扬社会公德做表
率，不仅军队有优良传统、军
人有深厚底气，而且社会有
广泛认同、群众有热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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